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11 20192019 年 第 11 期

摘要： 采用农户抽样和文献查阅相结合的方法， 调查了河西走廊灌区谷子种植区施肥现
状。 结果表明， 调查区复合肥使用比例极高， N 平均施用量 248.2 kg/hm2， P2O5 平均施用量
186.5 kg/hm2， K2O 平均施用量为 128.0 kg/hm2， 较为合理， 且大部分种植户采用基肥+追肥的
施肥方式。 不足之处在于有机肥的比例较低， 基本无中微量元素的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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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在我国种植历史悠久， 以其抗旱、
耐薄瘠的特点成为北方地区的主要杂粮作
物。 脱壳后的小米因富含多种氨基酸、 维
生素、 不饱和脂肪酸和矿物质使其具有食
疗功效， 营养价值极高［1�］。 河西冷凉灌区
是甘肃省河西走廊的三大生态区域之一，
主要分布于海拔 1�700～2�600�m 的广大区
域， 长期以来以种植小麦、 杂粮为主［2�］。
其独特的地理环境（远离城区、 工矿区、 交
通主干线、 工业污染源、 生活垃圾场等）、
优良的自然条件（属高海拔区， 病虫害少）、
丰富的光热资源、 天然大片的富硒和锶的
土壤带为发展绿色小米生产提供了基础，
该区域生产的小米因品质好、 营养价值高，
深受消费者青睐， 生产的“金花寨”小米
2010 年通过国家有机食品认证， 2012 荣获
中国绿色食品畅销产品奖和优秀商务奖，
2013 年荣获甘肃省名牌产品称号。 但由于
谷子是该区域的小作物， 在科学施肥技术
投入方面还显不足， 影响了该产业的进一
步发展。

1���材料和方法
1.1 调查方法

采用农户抽样调查及查阅《甘肃农业统
计年鉴》的方法。 2017�—2018 年， 采用统一
问卷的方式， 对河西冷凉灌区谷子种植区山
丹县、 民乐县、 花寨乡和安阳乡等 4个典型
种植区共计 110个农户（含种植大户）进行实
地调查。
1.2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谷子种植品种、 面积、 产量、
肥料投入种类与施肥总量、 基追肥投入比
例、 施肥方法。
1.3 化肥和有机肥的计算方法

化肥养分含量氮（N）、 磷（P2O5）、 钾
（K2O）按包装袋上标识的量计， 有机肥养分
含量按《中国有机肥料养分志》提供的数据计。
1.4 数据分析

数据统计采用 Excel软件进行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 河西冷凉灌区谷子的生产概况

2018 年， 河西冷凉灌区谷子种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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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分种类及用量（kg/hm2）
N P2O5 K2O 中微量元素

肥料
有机肥

基肥 追肥 基肥 追肥 基肥 追肥 农家肥 商品有机肥
162.8 85.4 172.6 13.9 112.4 15.6 0 15 000 600

表 3 河西冷凉灌区谷子种植养分投入量

发展到 0.8 万 hm2�［3�］， 已成为该区域脱贫致
富的主要产业。 该区域的谷子平均产量由原
来的 2�250�kg/hm2 增加到了 6�750�kg/hm2 以
上， 平均收入达到 30�000 元 /hm2 以上， 辐
射带动了 31个乡镇的 9�635户农户。
2.2 施肥种类

由调查结果（表1）可知， 该区域谷子生
产过程中施用有机肥的比例为 24.55%， 不
足 1/3。 尿素的使用率为 70.91%， 过磷酸钙
的使用率为 14.29%， 复合肥的使用率为
100%， 基本不施硫酸钾和中微量元素肥料。
说明该区域在谷子种植过程中已经能考虑到
氮磷钾肥的配施， 但对有机肥的施用认识不
足， 对中微量元素肥料的使用属于无认知状
态。

2.3 河西冷凉灌区谷子种植施肥方式
由表 2可知， 该区域谷子生产过程中施

肥方法主要以基肥 +追肥的方式进行， 所占
比例为 65.45%， 单施基肥的农户占 30.0%，
单施追肥的农户所占比例极低， 仅为 4.55%。

2.4 河西冷凉灌区谷子种植的养分投入量
在谷子种植养分投入量统计分析过程

中， N、 P2O5、 K2O 只对采用基肥 + 追肥的

农户进行了统计分析， 有机肥只对施用有
机肥的农户进行了用量统计。 该结果（表3）
可以看出， 纯 N 养分的平均施用量为 248.2�
kg/hm2， 其中基施 162.8�kg/hm2、 追施 85.4�
kg/hm2。 P2O5 养分的平均施用量为 186.5�
kg/hm2， 其中基施 172.6�kg/hm2、 追施 13.9�
kg/hm2。 K2O 养分的平均施用量为 128.0�
kg/hm2， 其中基施 112.4�kg/hm2、 追施 15.6�
kg/hm2。 中微量元素肥料无任何投入。 有机
肥中农家肥的投入量为 15�000�kg/hm2， 商
品有机肥的投入量为 600�kg/hm2。
3���小结与讨论

采用农户抽样调查和文献查阅相结合
的方法， 调查了河西冷凉灌区支柱产业谷
子的施肥现状。 河西冷凉灌区复合肥使用
比例极高， N 养分的平均施用量 248.2�
kg/hm2、 P2O5 养 分 的 平 均 施 用 量 186.5�
kg/hm2、 K2O 养分的平均施用量为 128.0�
kg/hm2 也较为合理， 且大部分种植户采用
基肥 + 追肥的适宜施肥方式。 不足之处在
于有机肥的比例较低， 且无中微量元素的
施用。

有研究表明， 长期单施化肥会导致作耕
地质量下降， 有机肥富含有机质及一些生理
活性物质， 可以满足供给作物根系养分和改
良土壤的双重要求［4�］， 考虑养分的有效供
给， 采用有机肥和无机肥配施或有机 - 无机
复混肥更适宜该区域谷子种植过程中的施用。

中微量元素是植物健康生长发育不可缺
少的营养元素， 若土壤中缺乏中微量元素或
中微量元素与大量元素间的平衡被打破， 将
限制作物产量和品质的提高［5�］。 中微量元素
营养调控正逐渐成为现代高效集约化农业
必不可少的技术措施之一， 注重中微量元
素在河西冷凉灌区谷子种植过程中的应用，

施肥方法 样本数
/个

比例
/%

单施基肥 33 30.00
单施追肥 5 4.55
基肥+追肥 72 65.45

肥料种类 样本数
/个

比例
/%

有机肥 农家肥/商品有机肥 27 24.55
化肥 尿素 78 70.91

过磷酸钙 15 14.29
硫酸钾 0 0
复合肥 110 100

中微量元素肥料 0 0

表 1 河西冷凉灌区谷子施肥种类

表 2 河西冷凉灌区谷子施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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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了不同的预处理方法及多糖提取方法对党参多糖提取效果的影响。 结果表明，
提取党参多糖最佳的预处理方法为低温冷冻干燥粉碎， 与烘干粉碎提取法相比， 多糖含量和
产率分别提高了 14.00%、 49.58%。 党参多糖提取最佳组合方式为低温冷冻干燥粉碎预处理与
碱提取相结合， 与常规热水提取相比， 党参粗产量、 多糖含量、 多糖产率分别提高 44.74%、
61.32%、 133.43%。 通过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低温冷冻干燥粉碎预处理后得到的党参多糖属
性， 发现处理方法对党参多糖的性质影响不大， 但低温冷冻干燥粉碎预处理可以大大提高多
糖的提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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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参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应用历史， 也是
常用大宗药材。 全世界党参属植物有 40 余
种， 我国是世界党参的主要产区和分布中
心， 主要产地为四川、 贵州、 陕西、 山西等
地， 商品规格分为川党参、 东党参、 潞党
参、 白党参、 西党参等［1�］。 党参除临床上用

于中药饮片外， 民间还常用于保健药品， 可
用来炖肉、 煲汤。 党参作为药食同源的中药
材， 所含的成分主要有多糖、 皂苷、 甾醇、
三萜， 生物碱、 倍半萜及香豆素类等， 其中
多糖含量最大。 研究表明， 党参多糖在调节
免疫力、 抗衰老、 抗缺氧、 抗应激、 抗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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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下提高肥料利用率及农作物微量元素
含量、 实现减施增效、 改善作物品质的重
要的途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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